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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长江水，茫茫大非洲，滚滚南海

潮。60多个春夏秋冬，初心不改，一路走来，

历经时代跌宕，饱尝人间风霜，跋涉千山万

水，知青岁月艰苦的磨炼，异国他乡的惊心动

魄，南岛天涯的艰辛拼搏，伴随改革开放的大

潮奔涌，郭平用实业报国，以平凡而踏实的人

生步履，谱写了一曲又一曲闯海人的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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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毅笃行催奋进
人生无悔走天涯

福 建 南 安 ：“ 设 计 石 都 ”产 业 蝶 变

数据说话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成绩抢眼
78个创新型城市汇聚全国77.2%研发经费投入和70.4%地方财政科技投入，

培育和产出全国80%高新技术企业

□ 刘 垠

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交出了抢

眼的成绩单。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78个创新型城市以占全国10%的

国土面积、33%的人口，汇聚了全国

77.2%的研发经费投入和70.4%的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培育和产出了

全国80%的高新技术企业……

12月26日，科技部和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分别公布《国家创

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20》

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

报告2020》。

“报告显示，国家创新型城市建

设成效显著，部分城市创新动能强

劲、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志耘

说，创新能力前5名的城市分别为

深圳、广州、杭州、南京和武汉。

据介绍，今年是该系列报告的

第二次公开发布。报告构建了包括

创新治理力、原始创新力、技术创新

力、成果转化力和创新驱动力5个

方面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对国家

创新型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监测和

评价。其中，创新治理力和创新驱

动力作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共性要

求，原始创新力、技术创新力、成果

转化力分别体现不同创新能级城市

的主体创新功能，引导城市探索差

异化创新发展道路。

摆脱投资依赖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自2008年以来，科技部、国家

发改委先后支持78个城市（区）开

展创新型城市建设。

报告显示，38个城市固定资产

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低于同期

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深圳、广州、

杭州、南京、武汉、苏州、厦门、无锡、

宁波等城市低于60%，意味着这些

城市已摆脱投资依赖，走上科技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

此次排名前15位的城市依次

为：深圳、广州、杭州、南京、武汉、西

安、苏州、长沙、成都、青岛、厦门、无

锡、合肥、济南和宁波。

这些城市创新能力领跑自有道

理。比如，西安、深圳等地全社会研

发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超

过3%（全国平均水平为2.19%）；深

圳、合肥、苏州等地财政科技支出占

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超过6%（全国平

均水平是2.77%）……

“在投资驱动时代，北方享受了

较好的政策和资源红利，发展走在全

国前列。”赵志耘解释说，而在消费和

创新驱动时代，更加市场化的南方，

成为人才、技术、资本的聚集地，成为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

发挥创新比较优势
创新型城市有“个性”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驱动力，这一点在报告中得到充分

验证。研究发现，城市创新能力越

强，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深圳、无

锡、苏州等城市充分利用外部创新

资源，经济发展水平超出具有同等

创新能力的其他城市。

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

深圳、广州、杭州、苏州等排名靠前的

创新型城市，同时也是在集聚国内外

创新创业人才方面表现突出的城市。

报告指出，各城市根据自身科

教资源、产业基础等，因地制宜开展

创新型城市建设，初步形成各具特

色的创新发展格局。

赵志耘介绍说，在对国家创新

型城市的创新能力分类评价时，报

告依据主体创新功能（创新能级）的

不同，将78个创新型城市中列入创

新能力分类评价的72个城市，划分

为创新策源地、创新增长极和创新

集聚区三大类。

——以深圳、广州、南京、杭州、

武汉为代表的15个创新策源地城

市。这类城市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

所多，高端科研人才集聚，原始创新

能力强。如广州、南京等城市基础研

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超过10%，

是全国平均水平（5.5%）的2倍多。

——以苏州、无锡、常州、大连、

宁波为代表的25个创新增长极城

市。这类城市拥有一定的科教资

源，市场化程度较高，技术创新能力

强。比如，大连和无锡等城市规上

工业企业R&D研发经费支出占主

营业务收入比达到1.8%以上，是全

国平均水平（1.27%）的1.4倍。

——以佛山、嘉兴、泰州、石家

庄、连云港为代表的32个创新集聚

区城市。这类城市科教资源较匮

乏，目前城市创新发展以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为主，需进一步营造良好

的环境，集聚各类创新资源。

□ 武艳杰

设计引流，“世界石材之都”C位

出道，走出“疫情之困”。

近日，第21届中国（南安）水头

国际石博会暨石设计周和第五届中

国（南安）泛家居主题活动周（以下

简称“石博会”）在福建省南安市水

头镇圆满落幕。本届“石博会”以

“创意、智造、共融”为主题，邀请设

计大师为石产业高端智造画龙点

睛，插上翅膀、赋予灵魂，并搭建云

平台提供线上线下跨端融合服务，

打造365天永不落幕的“石博会”，助

推南安走向“世界石文化之都”，打

响“设计石都”新名片。

设计赋能 打造“石尚”盛会

在“石博会”开幕式上，南安市

被授予“国际室内建筑师设计师团

队联盟资源城市”牌匾，并揭牌成立

了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南安设

计创新中心、华侨大学（南安）产教

融合人才联合培养基地石材产业中

心，借力石材设计推动产业价值链

向高端攀升。

“石博会”总干事潘鹏章表示，

今年“石博会”的整体布展较去年有

了跨越式的提升，主要是增加了设

计的元素，让设计和石材两方面有

更多融合的可能，以设计赋能石材

价值，推动石材产业转型升级。

“我看到设计师对石材、对家居

的思考，还有对自然的理解、对美

的诠释，受到很多启发。”石材资深

人士、石材矿山女神李珊珊说，自

己刚参加完广东设计周回来，今年

南安水头“石博会”可圈可点，设计

元素非常明显，不再是单纯的看石

头，有科技、有文化，还可以看材料

发展趋势。

现场可以看到，本届展会不光

是对展位规划进行大幅度调整,新

增大师设计作品特展、跨界(直播)

展区、智能智造展区等多个区域，

在展品上也打破传统，不再是单一

的石材展，而是融合岩板、陶瓷、生

态石等众多建材产品，摆件、石材

衣柜、厨房岛台、桌面等兼具设计

美感和功能性的家居产品在各个展

厅呈现。

以设计赋能石材产业价值，同

样需要人才的注入。此次“石博会”

上，南安市政府携手华侨大学创新

产教融合方式，设立了人才联合培

养基地石材产业中心，用智能雕刻

机器人充分展示了石材的智能化加

工成果，未来将综合技术、物料属性

等因素打造石材产业全链条。

VR看展 展销永不落幕

“长按上方图片识别小程序码，

点击VR逛展、选择想看的展位即

可，随便点一个通道就可以观看实

时的展会情况。”在本届“石博会”展

馆内，不少人拿着手机扫描线上石

博小程序获取展位图、展商介绍等

相关信息。

本届展会首次尝试移动“5G+

VR+展会”的优质资源整合方案，把

线下展销会搬到云端，旨在打造一

个永不落幕的展销会。在线VR看

展、全球石材物料博物馆上线成为

本届石博会的两大亮点。

“这些数据能够帮助设计师解

决了平时难以接触到大量原料问

题，方便设计师与石材更好地‘沟通

对话’，让设计师更容易地把石材运

用到更广阔的地方。”在本届“石博

会”新设的全球石材物料博物馆，该

馆负责人吕镗镗拿出手机展示通过

VR技术打造的物料博物馆小程序，

可以看到里面集纳上万种石材料图

片，材料的密度、硬度、溪水度等数

据清晰可见。

在发展创新中走过二十一载的

南安“石博会”，逐渐成为全球最具

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石材专业展会之

一。南安市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材生

产交易中心之一，目前拥有石材企

业1300多家，石材产量、市场份额

分别占中国的近60%和70%，石材

贸易遍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南安市委书记林荣忠表示，近

年来，南安石材产业围绕打造千亿

产业集群发展规划，通过重设计、建

基地、造市场、抓龙头、创品牌、治环

境等一系列举措，为石材产业找到

了全新赛道：抢先探索5G时代下石

材互联网智造变革，铺路产业蝶变，

从简单加工生产拓展到全产业链布

局，从“大块头”的形象化身为精美

工艺品、艺术品，从卖石头转变为造

石文化，朝着打造世界石文化之都

的目标阔步迈进。

自由空间远距离量子通信
获新进展

国内首制智能化大型生态海洋牧场国内首制智能化大型生态海洋牧场
综合体平综合体平台落户山东烟台台落户山东烟台

由山东海洋集团投资建造的“耕海1号”海洋牧场

综合体平台项目2020年7月10日正式投入运营。这

是国内首制智能化大型生态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耕

海1号”运用多项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装备，配

备有自动投饵、环境监测、大数据分析、5G通信、安全

管理等系统，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海洋渔业精细化管理

水平，成功实现了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将智慧渔业、休

闲渔业、科技研发、科普教育等功能有机结合，探索了

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的新模式。首个运营季，吸引了

大量游客。2020年11月，养殖成功的斑石鲷、真鲷和

黑鲪，陆续开始投放市场。图为“耕海1号”。

任海霞 摄

本报讯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

该校教授潘建伟、彭承志、张强等人与清华

大学王向斌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尤立星研究员等人合

作，近日实现了基于远距离自由空间信道

的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开启

了在自由空间实现远距离复杂量子信息处

理任务的可能。

近年来，量子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但由

于光纤存在固有损耗，量子信号又不能像

经典通信信号那样被放大，制约着远程量

子通信的实现。在外太空的自由空间信

道，光信号损耗非常小，通过卫星的辅助可

以大大扩展量子通信距离。随着我国“墨

子号”量子卫星发射，卫星平台和地面光纤

网相结合的量子通信技术方案已见雏形，

但还存在大气湍流中如何实现量子干涉等

重大技术挑战。

近期，潘建伟等人组成的科研团队开

发出一种能抵抗强湍流能力的自适应光学

系统，使双链路总信道效率提升了约4倍

到10倍。并通过测量脉冲到达时间实时

反馈，得到32皮秒的独立时钟同步精度；

用新技术方案使干涉光的频率差小于10

兆赫，从而实现远距离独立激光器之间的

锁频。

得益于这些技术突破，潘建伟科研团

队利用王向斌教授的四强度优化协议，最

终在城市大气信道中实现了自由空间信道

的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实验，通信

双方的距离达到19.2公里，意味着向实现

基于卫星的远程量子通信迈出坚实一步。

也为在自由空间进行量子干涉的相关实验

开辟了道路，比如研究量子中继器、量子网

络，以及在大空间尺度中探索量子力学与

广义相对论融合等科学问题。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日

前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徐海涛）

新型抑菌抗病毒纺织品
研发成功

本报讯 苏州大学发布消息称，该校

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陈宇岳教授团队成功

研发出新型长效抑菌抗病毒纺织品，并实

现工业化生产，面料的抗病毒活性率和抑

菌率达到99%以上，且耐洗性好。

据陈宇岳介绍，该团队长期研究纳米

银纺织品，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团队

着手研发民用抑菌抗病毒纺织面料，3月进

入实验室试验，5月完成小样生产，现已顺

利实现工业化生产。

陈宇岳表示，目前国内外纺织品普遍

采用的抑菌抗病毒技术，存在不耐受多次

洗涤的短板。“此次我们应用了纳米银组装

技术，向纤维内部定向渗透银离子，再进行

纳米组装，有效解决了耐洗问题。该技术

适用于棉质、毛质、真丝、化纤等多种材质

的纺织品，可广泛应用于口罩、围巾、内衣

及家纺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据相关专门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这

种新型抑菌抗病毒纺织品，对甲型流感病

毒H1N1、H3N2的抗病毒活性率，以及对

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抑菌率，均达99%以上。将该纺织品在自

然条件下放置4个月，经第三方检测机构

按标准程序洗涤50次后，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的抑菌率仍在99%以上。（陈席元）

抢先探索5G时代下石材互联网智造变革，从“大块头”形象
化身为精美工艺品、艺术品，从卖石头转变为造石文化


